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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遊客為研究對象，探討遊憩吸引力、遊憩體驗與遊

客滿意度等變數之因果關係，以相關分析及迴歸法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分析

遊憩吸引力與遊憩體驗對遊客滿意度的關聯性，發現遊憩吸引力對遊憩體驗有顯著影響、

遊憩吸引力對遊客滿意度有顯著影響、遊憩體驗對遊客滿意度的顯著影響均得到支持 ;

遊憩吸引力透過遊憩體驗對顧客滿意度有中介效果。 

關鍵關鍵關鍵關鍵詞詞詞詞：：：：遊憩吸引力、遊憩體驗、遊客滿意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ourism attraction and recreation 

Experien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for Kaohsiung City Da Dong Art Center’s visitors.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listed as follows.The tool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ar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ing: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ourism attraction, recreation experienc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ourism attraction has an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creation 

experienc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Besides, recreation experience has much influence on 

tourism attraction as well. In other words, recreation experience has mediating effect, on 

tourism attraction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Keywords：：：：Tourism Attraction ,Recreation Experien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1.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與背景與背景與背景與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根據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資料顯示，101年 12月來臺旅客為 70萬 2,588人次，

與 100年同期相較，成長 8.32%。其中「觀光」目的旅客 46萬 5,172人次，成長 6.05%；

「業務」目的旅客 6萬 4,456人次，負成長 12.20%。 

101年全年來臺旅客累計 731萬 1,470人次,創歷年來臺人次新高，與 100年同期相

較成長 20.11%。由於臺灣觀光「多元布局‧放眼全球」策略明顯奏效，在靈活觀光行

銷手法下，繼建國百年突破600萬，101年更突破700萬人次，全年來臺旅客總數上衝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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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1,470人次新高，較 100年成長 20.11%，且 101年港澳旅客也成為來臺旅遊百萬俱樂

部，全年來臺達 101萬 6,356人次，為臺灣觀光里程展現全新格局。101年全年各主要

客源市場，「觀光」目的旅客為 467 萬 7,330人次，成長 28.72%，「業務」目的旅客為

89萬 3,767人次，負成長 9.25%。 

2009年 6 月 19日摩根史丹利公司(MSCI)將台灣列入“已開發”市場觀察名單，這表

示台灣已是個經濟投資環境相當不錯的國家。但台灣的都市除了經濟發達外應該更重視

人文藝術層面的文化素養才能進化為貨真價實的已開發國家。而近年來由於都市人口的

不斷增加，再因週休二日制的實施，使得生活習慣和休閒態度也跟著改變，國人從事觀

光遊憩活動的時間相對增加。遊憩旅遊便成為現代人紓解生活壓力的重要方式，因而對

觀光遊憩需求日益殷切，因此使得國人更重視旅遊地點的遊憩品質。 

根據高雄市政府全球資訊網(2013年)資料顯示，1975年高雄市成為台北市之後第二

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台灣都市，中華民國政府考慮平衡南北發展，於 1979年 7月 1日起，

高雄市升格為台灣的第二個直轄市，並將高雄縣小港鄉併入高雄市改為小港區。近年來，

高雄縣市的發展，已逐步擺脫過去政治及工業抗爭時期的動盪，正朝向「綠色」、「生態」、

「科技」、「文化」及「自然」的方向邁進，2010年 12 月 25日縣市合併成為大高雄都，

持續推廣觀光、文化與科技等綠色產業，高雄全年陽光普照、氣候宜人，人民既純情又

熱情，這個有山、有河、有海、有港的城市，已經成功利用其豐富的歷史人文、山海資

源，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觀光都會，許多的景點值得探索旅遊，留下美好的難忘回憶。 

民國 39 年，國民政府將黃埔軍校在台復校，創設陸軍官校。半世紀以來，陸軍官

校為鳳山帶來另一波軍人消費群的經濟榮景，鳳山街役所也在光復後，按照國民政府的

行政隸屬，改稱「鳳山鎮」，隸高雄縣。民國 61年 7月 1日改制為縣轄市迄今。「鳳山」

之名，在南臺灣琅琅上口，維持三百多年不墜。民國 99年 12月 25日因應國土與行政

架構改革使得高雄縣與高雄市正式合併為高雄市，而將鄉、市改為區；村改為里。(高

雄市鳳山區公所全球資訊網，2013年) 

據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統計，截至2011年4月底，全區共有78個里，人口數為342,801，

相較於上一年(2009)12月底統計人口數 341,120人，人口數有升高的現象；再者，鳳山

區之生育率亦為全市冠軍，除生育率追過三民區，四月份結婚數也以一百五十一對贏過

三民一百四十二對，2012年前四個月有三個月的新婚夫妻數位居全高雄第一。不管在人

口數或生育率都有向上成長之趨勢，這在在說明了鳳山區在高雄市中佔有著相當重要的

人口發展地位。 

鳳山城原本就蘊含著多樣的自然景觀及古蹟資源，多元的美食文化、人文風情鳳山

城再度受到了重視。然而位處鳳山區中心地理位置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更是近年來鳳山

區相當重大的一個公共建設。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定位為一多功能文化園區，包括複合機

能的多功能演藝廳，規劃文化創意商業空間的視覺展覽館，以及獨具特色的藝術圖書館。

於 2012 年 3 月啟用，是一融合生活藝術與在地文化特色的综合性文化中心。未來藉由

高雄捷運與各大文化網絡的串聯，營造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高雄

市文化中心為鏈結的藝文軸線，形成一完整的都會藝術網絡，打造 21 世紀台灣最新文

化中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大東文化藝術中心，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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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改制後的鳳山目前已是高雄市觀光發展相當重要的一個區域了！因此本研究

針對高雄鳳山區內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遊客進行研究與相關的探討。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鳳山古蹟、美食多是眾所皆知的，廟宇、特色街也是在地特色，但可連結區內景點

與遊客方面的大型公共建設卻是在近年才陸續完成，而其中最具特色且最有代表性的即

是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此中心座落於鳳山的樞紐位置，連結大東公園、大東捷運站、鳳

山溪、自行車步道、青年夜市，古蹟更是緊臨東便門、打鐵街、龍山寺、訓風砲台。交

通上更是因捷運大東站而將整個鳳山區與高雄市的旅遊景點串連起來，對於鳳山來說，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不只是個獨立的景點，而是能將旅遊景點串成一個完整的旅遊區塊的

集散中心。但因此中心才啟用不久所以相關的研究文獻幾乎找不到，因此本研究才要進

而探討遊客在此休閒時所獲得的親身感受，並希望根據分析的結果提出建議，供相關單

位經營管理者參考，進而帶動整個鳳山區的旅遊價值。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2.1 遊憩吸引力之相關文獻探討遊憩吸引力之相關文獻探討遊憩吸引力之相關文獻探討遊憩吸引力之相關文獻探討 

Bammel and Burrus-Bammel (1992) 指出，「遊憩」是為了娛樂與恢復個人精神所從

事的活動。Driver and Tocher(1970)提出以「行為」為中心之研究方法，認為遊憩意指「恢

復身體機能的狀態 J' 是一種心理與生理的體驗(psycho-physiologica1 experience) ，強調

遊憩、活動的參與僅是遊憩過程，其最終目的在獲得遊憩的體驗，並將遊憩定義為人類

經驗之一，此經驗乃基於個人於無義務時間內自廠參與，所獲得的報償。Edginton et al. 

(1998) 指出，遊憩  (Recreation) 一詞源自於拉丁文的  “Recreatio”，意味恢復

(restoration) 、復原 (recovery) ，亦意味著工作之餘，藉遊憩活動來擺脫工作的疲乏、

單調和壓力，而使人恢復活力，或再造 (recreate) 活力。所以，遊憩活動乃意指在空閒

時間內所參與可使人舒解壓力、恢復精神的遊憩活動。Leiper (1990) 認為吸引力是一種

內在的吸引力量，而這種力量將影響遊客行為。Gunn(1994) 認為對旅遊而言，假使行

銷提供的是推力；那麼，吸引力提供的就是拉力。Peter and Weiermair (2000) 認為吸引

力屬於人為性的創造，透過相關管理方式及創造力，共同結合與建構成功吸引遊客的技

巧策略。沈進成與謝金燕 (2003) 指出遊客對於目的地的吸引力，會因「旅遊動機」與

「認知價值」二個構面的衡量結果，產生不同的吸引強度。「吸引力效果」在觀光遊憩

領域中，扮演著催化遊客前往參與的重要關鍵因素，也是參與動機的前置因素 (Page, 

2003；McIntosh, Goeldner, &Ritchie, 1995)。李英弘(1999)指出觀光吸引力即觀光中的拉

力，是由目的地所發出來吸引遊客的；而其構成元素，即吸引力，就是要對遊客有吸引

其前往的力量，並能夠讓觀光者在目的地內對這些事物區觀賞、駐足、品嘗、體驗等。

高淑貞(2007)吸引遊客前往目的地的驅使力，而目的地所具有的特色因素，能讓遊客在

目的地中觀賞、駐足、品嚐、體驗等。范姜群澔(2003)吸引力乃是目的地內有獨特的觀

光遊憩資源，而觀光遊憩資源中具備對的各項條件，使遊客產生想去進行觀光遊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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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力量。基於上述研究之彙整，本研究將「遊憩吸引力」定義：為擁有特色的休憩環境

與因素且足以促使遊客前往並進一步去體驗的力量。 

 

2.2 遊憩遊憩遊憩遊憩體驗之相關文獻探討體驗之相關文獻探討體驗之相關文獻探討體驗之相關文獻探討 

對於體驗的解釋很多，簡單來說就是參訪者對環境設施之軟硬體親自使用或感受過

後的經驗感覺，其感覺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對此環境設施的觀感值。Driver and Tocher 

(1970) 依遊憩行為方法對遊憩體驗加以闡釋為：「遊憩者經由參與過程的潛在需求及實

質獲得某種特有的獎勵，亦指個人由過去的經驗及當時的環境影響產生的遊憩需要，形

成動機後而產生期望，進而發生遊憩行為，透過各種遊憩機會，再由遊憩者對過去經驗

的聯想，而產生心理及生理的感受」。由此可知遊憩體驗是個人在經歷一前後遊憩經驗

過程後而得的感受。Ittelson (1978) 提到由於遊憩體驗是多變的，故整體而言，遊憩體

驗是多重構面且複雜的。Driver and Toucher (1970) 所提出之意見，他們認為遊憩體驗是

指遊憩者經由遊憩參與過程的潛在需求，及實質獲得某種特有獎勵，例如：刺激 

(excitement)、獨處 (solitude) 及友誼(friendship) 等等。當遊客經歷各種遊憩機會後，並

與過去經驗做一種生理和心理的綜合分析，即為遊憩活動所獲得的感受與體驗。

Manfredo, Driver, and Brown (1983) 之研究，將遊客依遊憩體驗集群分析分為三群，並

進一步檢定遊客之遊憩體驗是否具差異性。在遊憩體驗自然、孤寂感、生理鍛鍊、一般

學習、逃離人群與社會壓力、自主性、與同伴交往、自我實現、家庭團聚、安全感、冒

險、領導及認識新的朋友等體驗類型。Murphy (1985) 在遊憩區規劃的過程中，有兩個

重要的因素，其一為遊憩的使用者，其次為幫助使用者產生愉快經驗的資源與空間。Lee, 

Dattilo,and Howard (1994) 認為遊憩體驗並非單一知覺，有正向的感受，如：快樂、自

由感；也會出現負向的體驗，如：緊張、令人厭惡的、壓力、不愉快，而且正、負向的

體驗常常同時發生。林欣玫 (2005)在遊憩產業遊客之體驗與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中，將

遊憩體驗區分為六個構面，分別遊憩吸引力和遊憩體驗對顧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影響

－以六福村主題樂園為例為：生理體驗、心理體驗、放鬆體驗、知性體驗、美感體驗及

社交體驗。 

袁薏樺(2003)探討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關係之研究中，結果顯示誠品書

店、星巴克咖啡及宜家家具，皆可由情感體驗透過情感價值來影響顧客滿意，由服務品

質透過情感價值來影響顧客滿意，且服務品質透過功能價值來影響顧客滿意及從情感及

功能價值對顧客滿意產生影響；在星巴克咖啡中，可由思考知覺透過情感價值來影響顧

客滿意並由思考知覺透過功能價值來影響顧客滿意。吳沛聰(2006)以體驗行銷觀點探討

地方產業街道規劃因子，研究發現遊客之個人背景對於空間體驗形式與其地方依附感具

有相關性，且遊客之個人背景分別對空間體驗重視程度有差異性。周秀蓉(2008)以遊憩

吸引力和遊憩體驗對顧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之影響－以六福村主題樂園為例，研究結果

發現： 1 .遊憩吸引力與遊憩體驗皆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2 .遊憩體驗對重遊意願

不具有正向影響；3 .遊憩吸引力和遊憩體驗皆透過顧客滿意度對重遊意願有中介影響。 

根據以上學者對體驗之文獻探討，得知體驗會因不同人口統計背景、體驗環境而有

所差異，本研究遊客體驗之分類，係參考 Schimitt(1999)及戴仲良(2009) 遊客參觀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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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之動機、遊客體驗與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所提之五種

體驗模組，分別為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及關聯體驗為依據，作為

本研究設計問卷之概念，再加以修改成為本研究的遊客體驗量表。 

 

2.3 遊客滿意度之相關文獻探討遊客滿意度之相關文獻探討遊客滿意度之相關文獻探討遊客滿意度之相關文獻探討 

綜合國內外近幾年研究文獻，可知以遊憩滿意度來衡量參與者的遊憩動機，遊憩體

驗及休閒滿意度都可以達到顯著的相關。吳珩潔(2002)大台北地區民眾休閒滿意度與幸

福感之研究。不同性別、生命歷程、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對休閒滿意度存有差異，休閒

滿意度會影響幸福感。傅建三(2005)私立美術館觀眾參觀動機、藝文生活型態與休閒滿

意度之研究─朱銘與鴻禧美術館之比較分析參觀動機、藝文生活型態、休閒滿意度三者

兩兩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董至聖(2005)社會階級與休閒態度、休閒生活風格及休閒

滿意度之研究--以宜蘭縣民眾為例。不同社會階級，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對

休閒滿意度均有差異，休閒滿意度與休閒態度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Beard &Ragheb, 

(1980)休閒滿意度係指個體透過休閒活動，參與所得到的正面知覺或感覺，乃是個體在

整體休閒體驗與情境下，所感覺到滿足的程度，而此滿足感來自於個體察覺到或未察覺

到需求的滿足。賴福瑞(2005)在探討金針山休閒農業區的遊客對遊憩動機、體驗與滿意

度相關研究中，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遊客特性與整體滿意度相關性分析，研究證實不

同教育程度的遊客對整體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性。賴雅琴(2005)針對奮起湖大凍山步道

的遊客，探討其對登山步道環境屬性偏好及滿意度，研究結果顯示，遊客年齡、教育程

度不同對於「路線規劃」及「公廁衛生」等滿意度有明顯差異存在；遊客職業不同對於

步道的「休憩設施」的滿意度具有明顯差異。綜合以上實證結果，遊客特性背景不同會

影響到旅遊滿意度，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地區等變項，都是影響因

素。因此，本研究之假設為：遊客特性背景不同會對旅遊滿意度有正向之影響。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主要探討遊憩吸引力、遊憩體驗、遊客滿意度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架

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遊憩吸引力 

遊客滿意度 

遊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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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假設1：遊憩吸引力對遊憩體驗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2：遊憩吸引力對遊客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3：遊憩體驗對遊客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4：遊憩體驗對遊憩吸引力及遊客滿意度間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3.3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本研究流程如圖本研究流程如圖本研究流程如圖2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圖 2.研究架構圖 

 

3.4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3.4.1 問卷內容與設計問卷內容與設計問卷內容與設計問卷內容與設計 

本研究利用問卷方式探討前往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遊客，其遊憩吸引力、遊憩體驗

與遊客滿意度之關係，變項測量採用李克特 5點量表，在遊客基本資料部分測量尺度為

類別尺度。 

 

3.4.2 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時間與地點時間與地點時間與地點時間與地點 

由於人力、時間經費的限制下，本研究問卷的調查時間，訂於 2013年 1月 22日至

1. 描述性統計分析 

2. 信度分析 

3. 迴歸分析 

 
資料分析與檢驗假說 

結論與建議 

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相關文獻蒐集與探討 

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 

問卷施測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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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3 月 22日間。在該期間採用便利抽樣法，針對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遊客以一般戶

外遊憩取樣方式，由現場訪談人員先予解說，再由遊客自行填答問卷，填答完畢訪問人

員直接收回。共發出問卷 450份，回收後刪除填答不完全及有問題之問卷共 11 份，計

有效問卷共 439份。 

 

3.5 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係利用 SPSS17.0統計軟體分析作為分析工具，並利用信度分析、迴歸分析

法作統計分析。 

 

4.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4.1 遊憩吸引力之統計分析遊憩吸引力之統計分析遊憩吸引力之統計分析遊憩吸引力之統計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針對至「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遊客其遊憩吸引力探討分析，問項平均值前三名排序分別

為：「適合帶小孩一同出遊」(平均數4.3736;標準差0.68369)、「感受都市生活及文化藝

術氣息」(平均數4.3144; 標準差0.71930)、「適合親朋好友一同出遊」(平均數4.2756; 標

準差0.73660)。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遊客遊憩吸引力Cronbach’sα值為0.907，根據Cuieford(1965)所提出

Cronbach’sα係數的穩定性標準，數值大於0.7為高信度，0.7~0.35 間則為中信度，而

0.35以下為低信度，因此遊憩吸引力結果為高信度。 

 

4.2 遊憩體驗之統計分析遊憩體驗之統計分析遊憩體驗之統計分析遊憩體驗之統計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遊憩體驗問項平均值前三名排序分別為：「室內空間整潔」(平均數4.4692; 標準差

0.69058)、「建築外型具有特色」(平均數4.4556; 標準差0.69058)、「建築的空間色彩，

讓我覺得印象深刻」(平均數4.3371; 標準差0.79969)。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遊憩體驗

Cronbach’sα值為0.908 ，因此遊憩吸引力結果為高信度。 

 

4.3 遊客滿意度之統計分析遊客滿意度之統計分析遊客滿意度之統計分析遊客滿意度之統計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遊客滿意度問項平均值前三名排序分別為：「空間設計是令人感到舒適與安全的」(平均

數4.3189; 標準差0.65052)、「我願意再次來參觀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平均數4.3098; 標

準差0.76431)、「整體建築與景觀設計乃符合現代文化藝術中心的特徵」(平均數4.2961; 

標準差0.68497)。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遊客滿意度Cronbach’sα值為0.855，因此遊憩吸引

力結果為高信度。 

 

4.4 遊憩吸引力遊憩吸引力遊憩吸引力遊憩吸引力、、、、遊憩體驗遊憩體驗遊憩體驗遊憩體驗、、、、遊客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與中介效果遊客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與中介效果遊客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與中介效果遊客滿意度之迴歸分析與中介效果 

4.1.1 直接效果直接效果直接效果直接效果 

本研究分別以三個迴歸模型進行驗證假設1：遊憩吸引力對遊憩體驗具有顯著影響、假

設2：遊憩吸引力對遊客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假設3：遊憩體驗對遊客滿意度具有顯

著影響。迴歸分析結果如表1迴歸分析結果所示，模式I、II、III皆為顯著，F值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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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596、351.701、463.265。 

遊憩吸引力對遊憩體驗的影響比遊憩吸引力對遊客滿意度的影響程度大，這表示遊憩吸

引力對遊憩體驗的影響較直接。 

 

4.1.2 體驗之中介效果體驗之中介效果體驗之中介效果體驗之中介效果 

Baron and Kenny (1986)研究指出，三條迴歸方程式必須估計以建立一中介(Mediator)模

式時，應該滿足下列條件： 

條件1：在迴歸模式中，自變數(遊憩吸引力)對中介變數(遊憩體驗)有顯著影響。 

條件2：在迴歸模式中，自變數(遊憩吸引力)對中介變數(遊憩體驗)，分別對因變

數(遊客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條件3：當中介變數(遊憩體驗)與自變數(遊憩吸引力)同時對因變數(遊客滿意度)

進行迴歸時，原先自變數與因變數的顯著關係，如因中介變數的存在而變得較不顯著，

而中介變數與自變數仍有顯著關係，中介效果受到支持。 

      Baron and Kenny (1986)亦指出，如因中介變數置入，使自變數對因變數的影響，

由原來的顯著消退(Drops Out)降低至不顯著，則為強而有力的中介實證。但如果中介

變數的置入使自變數對因變數的影響下降，但仍達顯著水準時，表示其中有多重的中

介因子(Multiple Mediating Factors)在運作，僅具有部分的中介效果。 

根據Baron and Kenny的三步驟程序，以驗證(假設4)：遊憩體驗會對遊憩吸引力及

遊客滿意度間關係產生中介效果。如前述，模式I顯示遊憩吸引力對遊憩體驗有顯著影

響，模式II、III顯示遊憩吸引力、遊憩體驗分別對遊客滿意度有顯著影響。模式IV中，

以滿意度為依變數，遊憩吸引力及遊憩體驗為自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比較模式II與IV，

顯示遊憩吸引力之β係數皆降低，因此遊憩體驗部份中介了遊憩吸引力對遊客滿意度

的效果。 

表1. 迴歸分析結果 

模式I       模式II      模式III      模式IV 

依變數體驗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自變數 

遊憩吸引力       0.761***0.668***                 0.289*** 

遊客體驗0.717***    0.497*** 

R平方          0.580       0.446        0.515        0.550 

調整後R平方     0.579       0.445        0.513        0.548 

F值            602.596***351.701***   463.265***266.207*** 

註：*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達顯著水準 

5.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遊憩吸引力對遊憩體驗的顯著影響、遊憩吸引力對遊客滿意度的顯著

影響、遊憩體驗對遊客滿意度的顯著影響均得到支持：遊憩體驗對遊憩吸引力與遊客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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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之中介效果亦得到支持，因此管理者應以遊客之遊憩體驗為主要方向，積極提升遊

客來訪此藝術中心的意願。且遊憩體驗直接影響遊客滿意度，也就是遊客對藝術中心內

的環境設施與各類活動的參與有助於增加遊客滿意度，因此可成為管理者相當好的改進

方針。在此並期望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能引發都市設施與市民文化的共嗚，結合藝術、文

化、休閒所舉辦的各種活動與展覽，能夠帶動旅客思考人與城市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再

用更正確的生活方式來提升居住的城市氣質。 

 

5.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 本研究對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管理者提出以下建議： 

 
5.2.1在遊憩吸引力方面，遊客覺得除了可以在此中心感受都市生活及文化藝術氣息外更

覺得適合帶小孩及親朋好友一同出遊。代表此中心對小孩或成人皆屬友善環境，若能在

以此方向進而推廣並結合在地團體、大專院校社團在此地進行各類休閒活動或舉辦具有

在地特色的大型活動，如此將大大提升此一中心休閒的附加價值與知名度，且遊客在透

過積極參與活動時也能使自已更了解真正內心的自已。另外可多方面以廣告宣傳來增加

其知名度如：社群網站行銷、手機APP行銷或網路微電影行銷，都將有助於增加其曝光

度及提升其對遊客的吸引力。 

 
5.2.2在遊憩體驗方面，遊客遊玩至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對於室內整潔的空間體驗有非常高

的正面評價，而建築外型也另遊客感到非常具有特色，建築的空間色彩更是另遊客留下

深刻的印象。然而大東館卻無法真正有效的帶動遊客達到興奮的情緒或進一步促使遊客

想蒐集、閱讀相關的文化藝術相關資訊及雜誌。建議平日即可固定安排街頭藝人及戶外

藝術、音樂表演，如此才能讓遊客時時刻刻都感受文化、體驗藝術。 

 
5.2.3在遊客滿意度方面，整體分數上無太大落差且屬正面滿意為多。最滿意者為其空間

設計是令人感到舒適與安全的，而落居最後的是大東館的公共設施(如休息處、廁所、

停車場)，好還要更好，為了讓遊客能更加的滿意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找出缺點並改進

也是當下管理者最需要的不是嗎？ 

 
5.2.4對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館方的建議:就問卷上附註部份提供之寶貴意見，這裡還是統整

後略為描述：飲食部份只有休閒咖啡區，就服務角度來看場地略顯不足而停車場收費、

動向、指標及週邊交通也是需要改進的部份。分別針對女性觀眾、家庭親子族群、藝術

相關工作者及學生族群規劃活動或服務。 

 
5.2.5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可就周邊景點關連性、休閒餐飲、圖書館性質、展覽屬性、演

藝廳服務品質、假日或夜間之戶外展演活動及研究變項作不同面向的探討，增加民眾及

管理者更全面的了解此藝術文化中心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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